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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农村家庭父母教育卷入现状及成效
———基于陕西省宁强县4643份数据的实证研究

梅 红,王 璇,司如雨

(西安交通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西安 710049)

  摘 要:我国西部农村地区家长外出务工比例高、留守学生比重大、寄宿现象普遍、亲子沟通匮乏,针对这一特

点,重点分析了农村家庭教育中父母卷入现状及其对不同类型学生学业发展的影响,依据2017年12月陕西省宁

强县4643份初中生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父母卷入行为对不同留守类型、不同寄宿状况学生学业发展的影响差

异。研究发现:父母情感卷入均能显著提升各类学生的学业水平,且对单留守学生影响最明显;父母认知卷入均会

显著负向影响学生的学业水平,与走读学生相比,父母认知卷入对寄宿学生学业水平的负向影响程度更大;在行为

卷入上,母亲行为卷入仅对非留守及走读学生的学业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改善初中生学业发展,家庭教育

作用显著,学校应适当通过家长学校等方式干预、促进家庭教育中的情感投入,针对不同留守、寄宿状况的学生,父

母应给予子女差异化的关怀与帮助。

关键词:父母卷入;学业水平;农村教育;留守儿童;寄宿制

中图分类号:F328;G40-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9)02-0065-09

 

收稿日期:2018-08-19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19.02.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SH071)

作者简介:梅红(1975-),女,西安交通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分析。

一、背景与问题

2017年,教育部等四部委联合出台《高中阶段

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明确指出到

2020年实现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90%[1],十九大

报告进一步指出“要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努力让每个

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但目前,我国

城乡教育仍存在较大差距,家庭教育投入与教育资

本投入存在显著差距,关注农村家庭教育“软投入不

足”的现状,对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改善农村教育现

状、助力实现国家教育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家庭关系中父母外出务工比例高、亲子互

动少、家庭教育消费支出明显不足。《中国流动人口

发展 报 告 2017》数 据 显 现,我 国 流 动 人 口 规 模

为2.45亿,大多为农村劳动力,农村留守学生95%
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实施监护。这些监护人平均年

龄为58.2岁且70%以上只有小学及以下水平文化

程度。新华社报道中指出,留守儿童与父母沟通频

率普遍较低,40.4%的农村留守儿童与父母每周仅

有一次通话机会[2],这一现状直接导致我国农村学

生的“教育获得”状况不容乐观。《中国教育发展报

告(2018)》的调查结果显示,与城市学生相比,农村

生源初中毕业生进入重点高中的比例在20%左右,

农村学生接受课外辅导培训的比例低于城镇学生约

三成[3]。可见,与城镇学生相比,农村家庭教育投入

偏低,特别是“软投入”明显不足。

《晋书·夏侯湛传》中曾记载“受学于先载,纳诲

于严父慈母”,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在家庭教育活

动中父母自古以来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家长的一

切行为举止都有意或无意地影响了孩子的成长。法

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曾说过“教育在

不断将社会中已有的阶级结构复制出来的过程中,



家庭背景的差异起到最关键的作用”[4],可见,家庭

教育作为整个教育过程中最基本的环节、其重要性

不容忽视。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比喻说,

教育就是把一块大理石塑造成一座雕像,它需要六

位雕刻家,分别是家庭、学校、集体、本人、书籍、偶然

重要事件,其中“家庭”是最重要的一位“雕刻家”,与

其 他 “雕 刻 家”共 同 合 作,影 响 并 塑 造 了 不 同

的个体[5]。

与城市及东部农村地区相比,我国西部农村地

区具有“家长外出务工比例高、留守子女比重大、寄

宿现象较为普遍、亲子沟通相对匮乏”等显著特点,

本研究将重点探讨在当前我国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的

西部农村地区,父母教育卷入对初中生学业水平究

竟有何影响。

二、研究述评与分析框架

首先回顾国内外学者的相关前期成果,并据此完

善部分量表与研究框架。

(一)父母卷入

20世纪60年代,为了鼓励低收入家庭的父母

积极参与子女家庭教育,美国、英国等国家实施了一

系列的儿童教育补偿计划。实践证明,家长参与对

学生的学业成绩、心理健康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影

响,相关实践经验被梳理列入《不让一个孩子落后》

(TheNoChildLeftBehindActof2011)的教育改

革法案[6]。

研究者在相关法案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了大量

实证研究并深入探索“父母卷入”的具体形式和成

效,分别从父母承担的角色、所处场景、行为类型、儿

童感知等方面对“父母卷入”进行界定并展开探索。

从父母承担的角色来看,Epstein认为父母对孩子学

习生活的参与主要包括:养育、交流、志愿者活动、家

庭学习、决策、与社区合作等6个方面[7];从所处场

景来看,Fantuzzo等将父母卷入分为“家庭卷入”

“学校卷入”以及“家校会谈”3个维度,重点探讨父

母卷入在学校和家庭场所的内涵[8];从行为类型来

看,Desimone等认为父母通过与孩子的直接接触、

间接接触两类行为影响其发展,如直接辅导孩子学

习、通过对家庭环境施加控制管理孩子的行为习惯

等[9];从子女感知来看,Grolnick认为孩子是父母卷

入信息的主动加工者,强调子女面对父母提供资源

的主观感受,将父母卷入划分为“亲身卷入、认知卷

入以及行为卷入”3个维度[10]。综合以上分析,本研

究将“父母卷入”界定为“父母为促进学生心理和学

业发展,在学校、家庭等场所积极参与到孩子学习和

生活中所采取的综合性行为”。

近年来,国内学者更加关注父母卷入的相关研

究,认为在中国的特定文化背景下,国外父母卷入问

卷中部分题项,如“参与学校董事会议”等表述与中

国义务阶段教育的家长经历存在一定差异,梳理来

看,主要表现为3个特点:(1)中国家长更加关注子

女学业情况,倾向于给子女提供学习资源和学业帮

助;(2)家校活动涉及的内容相对较少,多为家长会、

出席子女演讲、表演等活动;(3)我国父母对学生的

家庭管理和监督更多[11]。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分别

针对城市中学生、农村流动儿童等不同群体进行了

量表的改编及验证[12-13]。但目前结合我国西部农村

贫困地区特点的父母卷入研究还有待丰富。

本研究重点参考 Grolnick等开发的父母卷入

量表,进行问卷设计与改编,形成了对父亲、母亲分

别实施调查,包含“情感卷入、认知卷入、行为卷入”3
个维度的专门量表。其中“情感卷入”主要是指通过

关心孩子在校的情绪和心情、帮助排解不良情绪等

情感行为,测量问题包括“鼓励我,与我推心置腹,激

励我学习等”;“认知卷入”是指父母参与孩子学习活

动、帮助孩子接触能够促进认知发展的活动或事物

的系列行为,测量问题包括“辅导功课,帮助学习,购

买教育孩子方面的书籍等”;“行为卷入”是指父母管

理孩子的行为习惯、作息时间等行为,测量题目包括

“管理看电视和上网时间,限制看电视的内容等”。

(二)父母卷入与学业水平发展

回顾国外文献可见,研究者围绕父母卷入和学

生发展开展了丰富的研究,指出父母卷入能够显著

促进子女学业成绩的提升[14],但也有研究指出父母

卷入并不总是对孩子的发展有利[15],例如Cooper
指出父母辅导孩子家庭作业与学生的在校表现呈现

负相关,可能的原因是父母在作业上帮助和监督孩

子会无意识地向孩子施加压力,导致其在学校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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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学习行为[16]。Kim进一步对比父亲和母亲卷

入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发现父亲卷入与学业成就的

关系相对较弱[17],说明父母双方对学生学业成绩的

影响存在差异。

近五年来,我国学者的相关实证研究成果也陆

续涌现。研究者选取了“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基线数

据库,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探索了父母参与的具体表

现形式,研究发现城镇家庭中,父母参与可以概括为

“直接学习参与行为、文化参与行为、情感参与行

为”,并针对城乡户籍身份和区域流动状况将学生分

为四类,考察了父母参与行为对各类儿童学业发展

的影响[18]。研究者还结合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

快的社会背景,关注了农村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现状,

并预测了父母参与行为对学生认知能力及学业成绩

的影响[19]。也有研究者聚焦于具体区域进行研究,

如面向西部农村地区,采用两个问题了解父母卷入

的现状,包括“父母经常与子女讨论在校学习情况”

父母检查学生家庭作业”,数据结果发现,前者对学

业成绩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后者则表现出显著的

负向影响关系[20]。结合前期研究成果,本研究将进

一步分析父亲卷入、母亲卷入对学业水平的影响,探

究父母3类不同的卷入行为对子女学业发展存在的

差异。

(三)分析框架

我国西部农村学校具有留守儿童多、寄宿现象

普遍的特点,为了更精确地描述并揭示不同的家庭

教育状况及其成效,研究按照留守类型差异、寄宿状

况将学生分为5种不同类型。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农民进城务

工,农村家庭结构更加复杂。从留守类型来看,研究

者曾依据父母外出务工情况将留守儿童分为“完全

留守”“父外留守”“母外留守”3类,发现无论父母选

择何种外出形式,对儿童心理健康、学业成绩、认知

发展等都有消极的作用[21]。本研究采用“近半年,

父/母是否外出务工?”的题项,将农村学生群体划分

为3种类型,即父母未外出的“非留守学生”、父母双

方都外出的“双留守学生”、父母有一方外出的“单留

守学生”。

从寄宿状况来看,自2001年我国农村地区实行

“撤点并校”政策后,部分偏远地区的农村学生选择

到附近乡镇、县城就读,由于上学路途遥远,通常选

择寄宿。此外,由于西部地区农村外出务工人数多,

留乡就读的子女缺乏照顾,农村家长也倾向于选择

子女寄宿学习。研究者指出寄宿会对学生的成绩和

学校适应性带来一定影响[22],在此背景下,本文采

用“近半年,你晚上经常在哪里住宿?”来区分学生选

择“寄宿”或“走读”。

此外,针对我国农村学生的学业发展状况,研究

者主要从学生个体、家庭及学校层面分析了影响学

业成绩的主要因素。在学生自身层面,有研究针对

农村初中生学业绩效进行分析,发现年龄阶段的差

异会导致学业发展不同[23]。在家庭层面,研究者探

索了家庭经济收入水平、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学业成

绩的影响关系[24-25],指出特殊的家庭结构,如“父母

及其他家庭成员缺位”会影响学业发展[26]。在学校

层面,教育资源的整体投入、学校寄宿条件等会影响

农村学生的学业成绩[27-28],结合上述文献与背景分

析,本研究将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年级、寄宿情况、

留守情况、父母学历、家庭收入水平等作为控制变

量,并构建了西部农村地区父母教育卷入的构成及

其对初中生学业水平影响的研究框架,见图1。

图1 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

本课题组于2017年12月赴陕西省宁强县开展

问卷调查,选取该县在校生大于300人的5所中学,

面向全部七至九年级初中学生发放“中学生教育支

持问卷”。宁强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地处秦巴山区,

经济较为落后,是西部农村贫困地区的典型代表。

问卷包括基本信息和正文两个部分。基本信息

由学生个人及家庭情况组成,包括性别、是否独生、

年级、是否寄宿、是否留守、父母学历、家庭收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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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部分包括父母卷入量表及学业水平的测量,分“父

亲卷入、母亲卷入”,学生分别对父母情况作答,共计

27题项,学业水平的测量主要通过学生对学习成绩

自我评价得到,问卷题项及编码见表1。
表1 变量编码及描述

变量 测量题项

性别 男生=1,女生=0
独生子女 是=1,否=0

年级 七年级=1,八年级=2,九年级=0
寄宿 寄宿=1,走读=0

留守情况 双留守=1,单留守=2,非留守=0
母亲学历 初中=1,高中及以上=2,小学及以下=0
父亲学历 初中=1,高中及以上=2,小学及以下=0
家庭收入 中等=1,高=2,低=0

请根据父母情况,对以下表述做出从1(从不)至5(经常)的选择:

父母情感卷入
考的不好时鼓励我;与我推心置腹,激励我努力学习;了解我在学校的心情,疏导我的不良情

绪;用物质奖励或表扬等精神奖励促进我的学习;与我交流在学校感兴趣的事情和活动

父母认知卷入

为我购买学习资料或辅导书*;辅导功课,帮我学习;辅导我自学或找人辅导我的功课;购买

教育方面的书籍、听讲座;参加家长会或者学校组织的家长活动*;带我去博物馆、图书馆、
文化宫等

父母行为卷入
管理我看电视、上网的时间;限制我看电视的内容;询问并监督我的家庭作业的完成情况*;
管理我与朋友玩的时间;管理我的作息时间

学业水平
你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处于何种水平?
A.前10%;B.中等偏上;C.中等;D.中等偏下;E.后10%

  注:标注*的三道题目为因子分析后删除的题项

  本 次 调 查 采 用 整 群 抽 样 的 方 法,共 发 放 问

卷4643份,所 发 问 卷 全 部 收 回,其 中 有 效 问 卷

为4641份,有效率达99%。考虑到有效问卷中有

7名学生双亲都已经过世,192名学生为单亲家庭

(其中与父亲共同生活的单亲家庭学生48人,与母

亲共同生活的单亲家庭学生144人),由于父母卷入

量表中要分别测量学生对父亲和母亲教育卷入的感

知,而这部分样本数据就存在缺失,因此剔除这些样

本后,最后完整数据信息问卷共4442份。样本的

基本特征和描述统计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

出,调研样本中女生和男生基本上各占一半;独生子

女占调研样本的30.95%;各年级学生数量分布较

均衡;寄宿学生占调研样本的56.71%,留守学生占

调研样本的61.80%,寄宿及留守比例均过半,说明

寄宿和留守现象在西部农村较为普遍;在父母受教

育水平上,49.17%的母亲学历在小学及以下水

平,29.76%的父亲学历在小学及以下水平,整体来

看,父母学历普遍较低,但父亲学历较高于母亲;大

部分学生的家庭收入处在中等水平,这部分占比达

到55.76%。

表2 调研样本的基本特征和统计结果

变量与特征 频数(人) 比率(%)

性别
男 2191 49.32
女 2251 50.68

独生子女
是 1375 30.95
否 3067 69.05

年级

初一 1499 33.75
初二 1475 33.21
初三 1468 33.04

寄宿
寄宿 2519 56.71
走读 1923 43.29

留守情况

非留守 1697 38.20
双留守 1045 23.53
单留守 1700 38.27

母亲学历

小学及以下 2184 49.17
初中 1599 36.00

高中及以上 659 14.83

父亲学历

小学及以下 1322 29.76
初中 2095 47.16

高中及以上 1025 23.08

家庭收入

低 1637 36.85
中等 2447 55.09
高 358 8.06

总体样本 444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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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分析

(一)信效度检验

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对父母卷入量表维度

进行分析,父亲卷入量表的KMO值为0.888,Bart-
lett球 形 检 验 的 χ2 为 16538.25(df=78,P
<0.001),母亲卷入量表的KMO值为0.872,Bart-
lett球形检验的χ2 为15772.95(df=78,P<0.
001)说明适合进行因子探索。信效度检验可见,父
亲及母亲卷入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分别为0.842
和0.826,量表信度较高。对父母卷入量表进行主

成份分析,并将因子载荷低于0.4及归属不明的题

项删除,保留13个题项,调整后累积解释方差分别55.
88%及55.62%,表明结构效度也满足研究需要。

(二)差异性检验

统计显示(见表3),对于整体样本而言,父母的

情感、认知、行为卷入得分不同,具体来说,父亲的行

为卷入>情感卷入>认知卷入,母亲卷入得分中,母
亲的情感卷入>行为卷入>认知卷入,可见,母亲在

家庭教育中更倾向于情感上的鼓励和支持,而父亲

更倾向于具体的行为管理、监督和引导,这一结果,
在不同分组情况下也基本一致。

对比留守视角下三类群体的差异可知,非留守

学生的各项得分均明显好于其他两类,三类学生的

父母卷入行为存在显著差异。说明父母陪伴对子女

教育卷入行为有明显影响。
对比寄宿视角下两类群体的差异可见,走读学

生的父母卷入得分明显较高,但不论走读还是寄宿,
父母对子女的情感卷入并无显著差异,说明学生是

否寄宿主要影响了父母的认知卷入和行为卷入。
此外,观察学业水平得分可见,留守学生与父母

陪伴成长的学生相比,学业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三类

学生中,非留守学生学业水平最好,其次是单留守学

生,双留守学生学业水平较差。寄宿学生与走读学

生相比,学业水平并无明显差异。
表3 不同视角下父母卷入与学业水平的差异性检验

分组
父亲卷入 母亲卷入

情感卷入 认知卷入 行为卷入 情感卷入 认知卷入 行为卷入
学业水平

非留守 3.51 2.72 3.55 3.77 2.73 3.75 3.16
双留守 3.45 2.52 3.47 3.65 2.54 3.57 3.00
单留守 3.42 2.47 3.44 3.71 2.56 3.68 3.14
F检验 3.44* 26.60*** 5.98** 5.82** 15.81*** 12.26*** 6.39**

寄宿 3.45 2.45 3.42 3.70 2.47 3.57 3.14
走读 3.47 2.74 3.58 3.75 2.81 3.83 3.08
T检验 0.82 9.58*** 5.33*** 1.81 11.08*** 9.33*** 1.47

总体样本 3.46 2.58 3.49 3.72 2.62 3.68 3.11

  注:*p<0.05;**p<0.01;***p<0.001,下同

  (三)父母卷入对子女学业的影响

回归分析可见(表4),控制变量中(模型1)性别、
年级、寄宿和留守情况、父母学历以及家庭收入水平

均是影响学生学业水平的重要因素,其中女生的学业

水平显著好于男生,七年级学生的学业水平显著好于

九年级学生;在家庭因素中,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

收入水平均会显著正向影响学生的学业水平。
考虑到父母卷入对子女学业发展的影响(模型2

和模型3),模型的整体解释力度分别增加了3.7%
和3.5%,其中父母的情感卷入对子女学业有显著正

向影响,父母认知卷入对其有显著负向影响,父亲行

为卷入对其影响不显著,但母亲行为卷入对子女学业

水平有显著提升作用。研究结论说明父母给予子女

情感上的鼓励和支持能有效促进其学业水平的提升,

父母认知卷入阻碍了其学业发展,母亲在行为上对子

女的管理和监督能有效促进其学业发展。
尽管传统观念上,父母的“认知卷入”理应促进子

女成长,研究者陆续证实了父母的认知卷入对子女

“能力知觉”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并能进一步影响其

在校成绩[10],但也有学者发现,一些父母因自身教育

水平较低、缺乏帮助子女完成作业的技能,导致父母

投入后效果不佳[16]。此外,针对本文的具体情境,调
研选取的5所学校均地处西部贫困县,该县文化资源

相对匮乏,学生及家长参加各类教育讲座、参观博物

馆、文化宫等活动受到局限。因此,本文发现,当前针

对西部农村学生家庭,家长的认知卷入可能存在方式

不当、认知卷入条件不足的问题,导致认知卷入阻碍

了学生的学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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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父母卷入对子女学业水平影响的回归分析

变量
学业水平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性别(女生=0)

独生子女(否=0)

年级(九年级=0)

寄宿(走读=0)

留守情况(非留守=0)

母亲学历

(小学及以下=0)
父亲学历

(小学及以下=0)

家庭收入(低=0)

父亲卷入

母亲卷入

调整R2

-0.111*** -0.108*** -0.103***

0.009 0.007 0.011

七年级 0.043* 0.037* 0.038*

八年级 -0.002 -0.002 -0.001
0.107*** 0.088*** 0.093***

双留守 -0.020 -0.021 -0.012
单留守 0.043* 0.038* 0.043*

初中 0.059*** 0.063** 0.072***

高中及以上 0.078*** 0.083*** 0.096***

初中 0.086*** 0.092*** 0.085***

高中及以上 0.136*** 0.149*** 0.132***

中等 0.107*** 0.101*** 0.098***

高 0.102*** 0.098*** 0.100***

情感卷入 0.213***

认知卷入 -0.191***

行为卷入 0.023
情感卷入 0.192***

认知卷入 -0.172***

行为卷入 0.047**

0.066*** 0.103*** 0.101***

  (四)留守视角下父母卷入对子女学业的影响

留守视角下,对三类群体父母卷入对子女学业

水平影响的回归分析可知(见表5),性别、寄宿情

况、父亲学历及家庭收入是影响学业水平的重要因

素,其中父亲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学生,其学业水平明

显要好,而母亲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单留守学生,其学

业水平较好。

表5 留守视角下父母卷入对子女学业水平影响的回归分析

变量
非留守 双留守 单留守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性别(女=0)

独生子女(否=0)

年级(九年级=0)

寄宿(走读=0)
母亲学历

(小学及以下=0)
父亲学历

(小学及以下=0)

家庭收入(低=0)

父亲卷入

母亲卷入

调整R2

-0.105*** -0.103*** -0.096** -0.098** -0.120*** -0.106***

0.045 0.041 -0.049 -0.039 -0.006 -0.004
七年级=1 0.062* 0.068* 0.002 0.016 0.039 0.027*

八年级=2 0.041 0.046 -0.064 -0.061 -0.004 -0.007
0.086** 0.091** 0.113*** 0.132*** 0.081** 0.075**

初中 0.056* 0.054 0.046 0.053 0.079** 0.093***

高中及上 0.054 0.066 0.025 0.021 0.106*** 0.124***

初中 0.121*** 0.114*** 0.115** 0.107** 0.066* 0.058*

高中及以上 0.241*** 0.222*** 0.078* 0.074* 0.083** 0.063*

中等 0.118*** 0.117*** 0.091** 0.092** 0.091*** 0.084**

高 0.151*** 0.158*** 0.033 0.027 0.072** 0.076**

情感卷入 0.213*** 0.199*** 0.215***

认知卷入 -0.190*** -0.143*** -0.212***

行为卷入 0.015 0.009 0.037
情感卷入 0.190*** 0.136*** 0.227***

认知卷入 -0.203*** 0.096** -0.182***

行为卷入 0.078** 0.024 0.029
0.124*** 0.128*** 0.080*** 0.066*** 0.093*** 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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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3类群体可见,父母情感卷入对单留守学

生的影响最为显著,说明在父母一方外出务工的情

况下,子女更能深切地体会到父母对自身的情感关

怀,并转化为学习动力,进而促进学业水平的提升。
父母的认知卷入对子女的学业水平有显著的负

向影响,特别是在单留守家庭中,父亲的认知卷入会

带来更多的消极影响,同样,在非留守家庭中,母亲

的认知卷入的消极影响也更明显。说明父母对子女

的认知卷入可能因方式不当、资源不足,导致其学业

依赖、学习责任心下降,因而影响学业良好发展。
此外,非留守家庭中,母亲的行为卷入正向影响

子女的学业发展,说明初中阶段,母亲对子女适度的

教育管理与引导能对非留守学生产生积极作用。
(五)寄宿视角下父母卷入对子女学业的影响

寄宿视角下,对两类群体父母卷入对其学业影

响的回归分析可见(表6),性别、父母学历及家庭收

入是影响其学业的重要因素,其中父母学历较高及

家庭收入较好能显著提升子女的学业水平。
表6 寄宿视角下父母卷入对子女学业水平影响的回归分析

变量
寄宿生 走读生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性别(女生=0)

独生子女(否=0)

年级(九年级=0)

留守情况(非留守=0)

母亲学历

(小学及以下=0)
父亲学历

(小学及以下=0)

家庭收入水平(低=0)

父亲卷入

母亲卷入

-0.101*** -0.094*** -0.114*** -0.112***

-0.013 -0.008 0.026 0.028
七年级=1 0.037 0.033 0.042 0.049*

八年级=2 -0.015 -0.017 0.013 0.015
双留守 -0.004 -0.010 -0.039 -0.039
单留守 0.044 0.046 0.039 0.049*

初中 0.066** 0.079*** 0.063* 0.067*

高中及上 0.031 0.036 0.112*** 0.126***

初中 0.086*** 0.079*** 0.107*** 0.096**

高中及上 0.114*** 0.096*** 0.174*** 0.158***

中等 0.107*** 0.102*** 0.096*** 0.092***

高 0.055** 0.057** 0.134*** 0.136***

情感卷入 0.209*** 0.211***

认知卷入 -0.195*** -0.178***

行为卷入 0.021 0.029
情感卷入 0.210*** 0.171***

认知卷入 -0.178*** -0.157***

行为卷入 0.024 0.073**

调整R2 0.086*** 0.088*** 0.122*** 0.118***

  对比两类群体可见,父亲的情感卷入对走读学

生学业水平的影响程度更深,而母亲情感卷入对寄

宿学生学业水平影响程度更深,父母的认知卷入对

寄宿学生学业水平的负向影响程度更深,母亲的行

为卷入对走读学生的学业水平有正向的显著作用。
进一步梳理表4至表6的结果可见,不同家庭

背景下,父母在子女教育卷入上的表现不同,会对子

女学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不论何种情境

下,父母的情感卷入都值得鼓励和提倡,认知卷入行

为需要进一步检视和反思,而父母的行为卷入,需要

依据情境区分对待,在非留守家庭和子女走读的情

境下,母亲的行为卷入同样具有积极意义。表7概

括总结了以上研究结论,对于促进初中生学业水平

而言,“√”代表值得鼓励和肯定的父母卷入行为,
“× ”代表应当尽量避免的行为,“/”代表未被证实

对学业发展有明显效果的行为。

表7 父母卷入行为对子女学业水平的影响效果对比

父母卷入 非留守 双留守 单留守 寄宿生 走读生

父

亲

情感卷入 √ √ √ √ √
认知卷入 × × × × ×
行为卷入 / / / / /

母

亲

情感卷入 √ √ √ √ √
认知卷入 × × × × ×
行为卷入 √ / / /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1.我国农村家庭中的父母卷入可以从“情感卷

入、认知卷入、行为卷入”3个维度描述和测量,其中

父母情感卷入对学生学业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父
母的认知卷入对其有显著负向影响,父母的行为卷

入在部分情境下能够正向影响学生学业水平。调研

17 第2期              梅红等:西部农村家庭父母教育卷入现状与成效



所处的西部农村地区,受当地文化资源所限、离家外

出务工所迫、自身文化水平所限,父母的“认知卷入”
行为尚未发挥积极效果,对子女的学业发展产生了

消极的影响,亟待政府干预、学校帮助、家长反思。
因此,建议通过多种途径改善这一现状,鼓励农村父

母采用恰当的方式投入子女家庭教育活动,特别是

针对西部贫困地区父母外出务工普遍的现象,政府

可通过创设条件帮助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务工,促
使父母有更多机会参与子女成长与教育,学校也可

通过设立“家长学校”“亲子沟通日”等方式,宣传、帮
助父母在子女家庭教育中发挥积极作用。

2.我国西部地区农村家庭父母外出务工比例较

高,父亲教育卷入不足,但其作用不容忽视。本调研

显示,西部农村家庭情况复杂,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

务工家庭占61.80%,其中父亲外出务工的比例达

到59.48%,父亲卷入得分显著低于母亲,说明父亲

在农村家庭教育中的缺位现象更为严重,但回归分

析发现,父亲的情感卷入对子女学业水平的影响程

度显著高于母亲,说明尽管父亲通常作为家庭的主

要劳力外出务工,但他们的情感关怀与投入对农村

子女的学业发展有着更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建
议学校、社会对农村外出务工家长进行适当干预教

育,特别是鼓励父亲要充分认识自身参与对子女学

业发展的影响,督促父亲定期关心和了解子女的生

活和情绪,加强与子女的沟通频率。

3.在不同的留守情景下,父母卷入对其学业水平

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对于单留守家庭的初中

生而言,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的情感卷入均对学业水

平的影响程度更深,说明在父母一方缺位的家庭中,
学生对父母的情感需求更为强烈。在非留守和走读

的情境下,母亲的行为卷入也能显著提升学生的学业

水平,父母参与子女家庭教育,应该依据具体情景区

别对待,且父母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应各有侧重。未来

政府和教育管理机构也可以考虑依据具体区域特征、
家庭特征,给予家长更详尽的行动指导。

此外,不同性别、年级、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收

入的学生在学业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研究发现,
西部农村初中,女生的学业水平好于男生,低年级学

生好于高年级学生,此外,父母受教育程度高、家庭

经济状况好的家庭中,子女的学业水平也较好。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贫困地区的发展问题,也

特别重视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与支持工作。本文即

是在此背景下开展的研究,但由于调研实施难度大

等客观条件局限,未来研究者还可以进一步扩大研

究样本、深化变量分析,希望通过关注西部落后地

区,加强教育干预举措,完善农村教育研究,促进健

全“家庭、政府、学校尽职尽责,社会各界积极参与”
的弱势群体帮扶体系,促进国家尽早形成并出台针

对弱势群体的系列政策与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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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andEffectsofParents’EducationInvolvementinWesternRuralFamilies
———EmpiricalResearchBasedonNingqiangCounty(2017)DataofShaanxiProvince

MEIHong,WANGXuan,SIRuyu
(SchoolofPublicPolicyandAdministration,Xi’anJiaotongUniversity,Xi’an 710049,China)

Abstract:InthecentralandwesternregionsofChina,thechildrentherewereleftbehindandatboarding
schoolcommonly,andtheyusuallylackofparents-childrencommunication.Inthiscontext,thestudyexamines
theimpactofdifferentmethodsofinvolvementfromfatherandmotherontheacademicachievementsofruralmid-
dleschoolstudents.Basedonthesurveyamong4643ruralmiddleschoolstudentsin5schoolsofNcounty,
ShaanxiprovinceinDecember2017,inwhichthedataaredividedintofivedifferenttypesaccordingtothediffer-
enceofleft-behindstatusandboardingconditions,wefoundthattheparents’emotionalinvolvementcouldsignifi-
cantlyimprovetheacademiclevelofallkindsofstudents,whilevaryingindegrees.Amongthem,emotionalin-
volvementofparentshasthegreatestinfluenceontheacademiclevelofleft-behindstudents;Bothparents’cogni-
tiveinvolvementsignificantlynegativelyaffectsstudents’academicperformance,andparents’cognitiveinvolve-
menthasagreaternegativeimpactonboardingstudents’academicperformance.Intermsofbehaviorinvolve-
ment,thebehaviorinvolvementofmotheronlyhasasignificantpositiveimpactontheacademiclevelofnonleft-
behindandcommutingstudents.Basedontheaboveconclusions,thisstudyproposescorrespondingsolutionsfor
theproblemsineducationofruralfamiliesinthecentralandwesternregions,andprovidesspecificsuggestionsfor
parents.

Keywords:parents’involvement;academicachievements;ruraleducation;left-behindchildren;lodgingin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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